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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养老
金，与亿万退休人员息息相关。

为更好保障退休人员“老有所
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7月10日发布通知，明确从2025年
1 月 1 日起，为 2024 年底前已退休
人员，按照2024年退休人员月人均
基本养老金2%的标准提高基本养
老金水平。

接下来，各省份将结合本地区
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今年调
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将尽快发放
到位，将惠及约1.5亿名退休人员。

“自 2005 年以来，我国连续调
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当前
国内经济承压、不确定性上升的大
环境下依然保持养老金增长，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高度重视。”中国劳动和社会
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说。

他表示，国家在综合考虑上一
年物价上涨和工资增长等因素基
础上，确定了今年2%的上调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2%是全国
总体调整水平。即算全国的“总
账”，是 2024 年全部退休人员平均
每人每月基本养老金涨2%。但算
个人的“小账”，并不是每名退休人
员都按2%的涨幅增加基本养老金。

具体到个人，会涨多少，怎么
计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
险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继续采取定
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
合的调整办法，重点向养老金水平
较低群体倾斜。

定额调整是指同一地区各类
退休人员，不论养老金水平是高是
低，都按统一的金额上调。

挂钩调整是指与退休人员本
人的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待遇
水平相关联进行调整。前者体现
长缴多得，后者体现多缴多得，因
此每个人的挂钩调整金额会存在
差异。

适当倾斜是指适当提高部分
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水平，包括高
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
员等，体现了对重点群体的关怀。

个人最终的调整幅度由上面
三部分加总来决定。“按照这一调
整办法，最终每个人养老金的实际
增长比例各不相同，养老金水平较
低的退休人员上调的幅度会更高
一些。”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
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伟说。

未来几年，随着上世纪60年代
生育高峰出生人口陆续达到退休年

龄,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有所增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

用分析表示：“随着退休人员增多，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也会增加。但
只要收入大于支出，就能在相当程
度上维持制度的可持续性。”董克
用说，202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7.5万亿元、支出6.8万
亿元，当期收支略有结余，运行保
持平稳。

在养老金当期收入中，有各级
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补助。据
介绍，近年来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
补助力度，地方各级财政也积极落
实养老金支出责任。

“过去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是省级统筹。由于参保人员
年龄结构差异等原因，少数地区出
现了收不抵支，当时主要靠中央调
剂来解决。现在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实现了全国统筹，运用了新
的机制，对困难省份的支持更加有
力。”董克用介绍。

专家表示，从长远看，养老金还
有储备。202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7.1 万亿元。
同时，全国社保基金有超过2.6万亿
元的战略储备，中央层面已划转国
有资本1.68万亿元充实社保基金。

惠及约1.5亿退休人员！

2025年基本养老金再涨2%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国家

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
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
持 平 ，夏 粮 总 产 量 14973.8 万 吨
（2994.8 亿 斤），其 中 小 麦 产 量
13816.0万吨（2763.2亿斤），全国夏
粮实现稳产丰收。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
总产量比上年减少 3.1 亿斤，下降
0.1%；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9亿亩，
比上年减少 52.0 万亩，下降 0.1%，
保持基本稳定；全国夏粮单产375.6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0.1 公斤/亩，
基本持平。

今年我国夏粮
实现稳产丰收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10日公布《86个
罕见病病种诊疗指南（2025年版）》。

2023 年 9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部门联合发布《第二批罕见病目
录》，纳入包括软骨发育不全、获得
性血友病等 86 种罕见病。为进一
步提高罕见病诊疗规范化水平，保
障医疗质量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
组织对《第二批罕见病目录》中的
86个病种分别制定了诊疗指南。

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
李林康指出，诊疗指南对86个罕见

病病种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医
疗干预等提出明确指导，体现了健
康中国建设对个体健康全生命周
期关怀的时代要求，对罕见病的早
筛早治有重要指导意义。

记者在诊疗指南中看到，软骨
发育不全（ACH）是一种导致非匀
称性身材矮小的遗传性疾病。其
典型的临床表现为四肢长骨近端
短缩、大头畸形、三叉戟手以及特
殊面容（前额突出、面中部发育不
良呈现后凹和鼻梁塌陷）。临床诊
断主要基于疾病表现和影像学特

点。目前ACH在国外仅有一款获
批的对因治疗药物，国内尚无特效
药物正式获批，治疗策略主要是针
对症状及并发症给予相应处理。
对于临床确诊为ACH的患儿，定期
随访和系统评估至关重要，了解其
生长发育状况及并发症，以便多学
科合作及时进行医疗干预。

近年来，国家对罕见病诊疗高
度重视，2018 年发布《第一批罕见
病目录》，纳入 121 种罕见病，并配
套出台诊疗指南。同年成立中国
罕见病联盟，推动多方协作。

软骨发育不全等86个罕见病病种诊疗指南发布

新华社济南7月10日电 为更
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服务需求，进
一步释放银发消费潜力，民政部联
合商务部 10 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启
动全国“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活
动将持续至今年 12 月，主题为“惠
老助老、品质生活”。

民政部指出，各地要用好各渠
道资金，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
换新等便民措施，让老年人更快更
好享受政策优惠；要加快推进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城乡三级
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居家、社区、
机构三类服务形态，推动优质养老
服务向基层下沉，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就能便捷享受“点单式”的多样
化服务。

在推动形成促进养老服务消费
的合力和氛围方面，民政部要求，各
地做好活动策划，立足本地资源禀
赋，精心策划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

“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打造一批
叫得响的养老消费名片和品牌，形
成全国上下“因地制宜、百花齐放”
的生动局面；要加强与全国“敬老
月”活动统筹衔接，弘扬中华民族孝
亲敬老传统美德，加密开展老年用
品和服务项目宣传推广活动。

民政部启动全国
“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


